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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日照沿海发现的旧石器及其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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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文记述山东 日照沿海地区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群
。
这些地点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

。

据对比
,

含旧石器的地层时代为更新世晚期
。

石制品在类型上或加工方法上与华北地区同时

代的比较接近
。

日照沿海为鲁东南滨岸的南部
,

北起两城河 口 ,

南抵岚山头
,

海岸线长达 ; 公里
。

直

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初
,

该区还未曾进行过有关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调查与研究
。

从  ! < 年

起
,

本文部分作者才开始着手进行考察
。

几年来我们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共有七处
,

且形成

一个有规律分布的地点群
。
本文现就这七处地点的地质概况以及石制品的初步观察作一

报道
。

我们认为
,

这些资料可能有助于对该区晚更新世地层
、

黄海海岸线变迁以及古环境

的探讨
。

一
、

地质概况及旧石器地点分布规律

日照沿海地区从两城镇至巨峰一带
,

都是由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构成的低山丘陵
,

地

势自西向东略呈倾斜状
,

低 山丘陵形成两个高起的条带作平行分布
=
丝山

、

奎山
、

大旺山

和阿掖山组成滨岸第一条带 : 河山
、

黄山
、

白云寺和老牛头顶则组成第二条带
。

前者紧靠

海岸线 :后者距海约 巧 公里
。

除河山稍高
,

海拔 > ! 米外
,

其余均在 ; ; 米至 ? 巧 米之间

8图  9
。

从第二条带以东至海岸
,

可见有三级剥夷面
。

最高的一级
,

即第三级剥夷面
,

在河山

店以南比较完整
,

形成狭长条状的大致平坦的台阶
,

海拔  ;; 米左右 : 第二级剥夷面见于

丝山和阿掖 山东麓
,

呈山麓剥蚀形态
,

海拔 > ; 米左右 :第一级剥夷面则广泛发育在向海前

缘
,

海拔  ; 一 ? 米
,

典型地点见于岚山头和奎山咀等地
,

具有波状面结构
,

部分地方插人



人 类 学 学 报 卷

图  

二
·

竹溪北沟 :

日照沿海地形与 旧石器地点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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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中形成呷角或礁滩
。

现代海岸则属于比较平直的基岩砂砾质海岸
,

走向为北北东一南

南西
。

区内常见的第四纪堆积物有两种
= 一是低山丘陵斜坡上分布的残坡积物和谷地 中的

洪积
、

坡积混合物 : 二是河流人海处形成的小的冲积
、

洪积滨海平原
。

前一种堆积类型主

要是红黄色或棕黄色砂质土
,

分布也广
,

多出露在各剥夷面上
。

分布于河口处的更新世晚

期堆积物通常厚约 ; 米
,

其上被 <一  ; 米的全新世冲积物所覆盖 : 而延伸到水下岸坡的

部分则被海相层所覆盖
。

日照沿海的旧石器文化遗物
,

目前所发现的均处在第一级剥夷面和第二级剥夷面之

间的过渡地带
,

海拔高度都在 ∀; 米以下
、

; 米以上
,

出露位置正好是附近河流或沟谷的

左岸或是北岸的簸箕状山间凹地之中
。

从北边的竹溪北沟到南边的胡林村
,

七个地点 出露的地层大同小异
,

可以进行对比

8图 9
。

获得的文化遗物除少量检自地表外
,

大都采 自第 层杂色砂砾层中
。

现以胡林

村地点的地层剖面为例予以叙述 8图
, Α 9

,

自上而下分为三层 =

第 < 层 = 棕黄色砂质土
,

具铁锰质侵染
,

从上向下所含砂粒逐渐增加
,
而颜色变浅

。

厚 >
4

< 米
。

第 层 = 杂色砂砾层
,

其中砾石多为花岗岩
,

砾径 。
4

∀一  厘米
,
含石器

。

厚 ;
4

一 ;
4

? 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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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层 = 黄棕色砂质土
,

疏松
,

具水平状层理
。

厚  
4

米
。

—
·

不 整 合

—基岩 = 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

皿皿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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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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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日照沿海旧石器地点柱状剖面对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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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个地点的第四纪堆积物在厚度上虽略有差异
,

但都出露在大致相同的高度上
,

而且

组成物质和层次划分均类似
,

可以认为它们属 同一地质时代
。

二
、

文化遗物的观察

发现的文化遗物都为旧石器
,

总共七百余件
,

我们仅对 斗∀ 件有意义的标本进行分

类
。

其中检自地表的只 件
,

占总数不足 ∀多
,

因所检的石器均在发掘地点之旁
,

推测应

出自地层中
,

故一并研究
。

从七个地点旧石器的器物类型和打制技术看是很接近的
,

其制

作的原料除石英岩和脉石英为最多外
,

还有隧石
、

4

火山岩或脉岩等
。

现统一分类并简述如

下 =

石核类 共 > 件
。

在全部石核中
,

采用锤击法打片的有 ΡΡ 件 : 用砸击法的只有 !

件
。

锤击石核依台面的多寡可再分单台面
、

双台面和多台面三种类型
。

其中以单台面为

最多
,

占 Ρ; 多 左右
,

这种石核的特点是
= 沿着石核的台面连续剥片

。

剥片后的石核呈漏

斗状或倒马蹄形 8图 < , Δ 9
。

石片类 共 ? ; 件
。

其中用锤击法产生的石片 <∀ 件 : 由砸击法产生的石片仅有 ∀

件
。

由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大小不一
,

最长的可达  <! 毫米
,

外形不大规整 :而由砸击法产生

的石片较小
、

较薄
,

长大于宽
,

最大的一件为 <∀ Σ  毫米 8长 / 宽9
。

工具类 共  犯 件
,

类型繁多
,

计有刮削器
、

砍砸器
、

尖状器
、

雕刻器
、

石钻
、

石球和矛

头等
。

刮削器 Ρ 件
,

基本上都是用较小
·

的石片制成的
,

二次加工以向背面修理为主
,

依刃口

分为平端刃
、

凹刃
、

凸刃
、

单直刃
、

两侧刃和复刃等
。

图 < ,

≅ 为加工较好的复刃刮削器
。

砍砸器 <Ρ 件
,

用较大的石片或石块制成
,

修理简单
、

古朴
,

以向一面加工的为多
,

包括

有端刃
、

单侧刃
、

单凹刃
、

单凸刃
、

两侧刃和复刃等
,

图 < , 1
为一两侧刃砍砸器

。

尖状器  件
,

以较小的石片为毛
=
坯

,

从两侧向前端进行较细致的加工
,

使之形成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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锐利的尖头8图 < , 。
9
。

有的尖状器的加工痕迹细小
,

整齐
,

可能是用软锤技术制就的
。

雕刻器仅  件
,

长 / 宽为 ∀?
4

, Σ <
4

; 毫米
,

是用石英薄片加工而成的
,

前端的两侧各

曝
一

黔
二

巍谕
悬澎臀

图 < 日照沿海的旧石器

64 矛头 : 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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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去一小片
,

使之呈屋脊形刃口 8图 < ,

Γ9
。

石钻 < 件
。

这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工具
,

系

用较小的石块或石片在一端精心修理出一个钻

头
,

而在另一端或者侧面却留有原砾石面
,

如图

<
,

Ε 所示
。

该标本是 由单面修理的
,

后端很钝
,

前端的钻头长达  
4

厘米
。
日照沿海所发现的

这一类型工具较华北的为大
,

其长 度 在 Ρ; 一

 ;; 毫米之间
,

这可能与近海渔业经济的需要

有关
。

矛头 件
。

图 < , 6 是一件形制较规整的

标本
,

其端部薄且锐利
,

从修制的痕迹看是采取

砸击和压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加工的
。

以上工具类石制品多是用石片制成的
,

只

有少数是用较小的石块加工制作的 : 加工方法

以锤击为主
,

且基本上是由腹面向背面打击的
。

除个别工具类型经细致修理外
,

石器的总貌显得古朴
,

加工简单
。

器物类型和加工方法与

华北地区同时代的相比
,

有许多相似之处8张森水
,  ! ? : 贾兰坡等

,  Υ 3
、

 !Ρ
、

 ! Ρ ! 9
,

但

也有沿海地区的地方特色
,

如漏斗状石核
。

三
、

讨 论

日照沿海的七个旧石器地点
,

其石器的产出层位
、

地层剖面和埋藏情况都是相同的
,

故它们应属同一时代的产物
。

虽然在这些地点的地层中至今未 能 发现 可 资 鉴 定 的 化

石
,

但在本区北侧不远处的胶南大珠 山东麓乔家洼附近相同的地层中
,

曾发现有披毛犀

8∃ ) 1 3) ς ) Φ , 6 6 Φ Ι ,Ω “ ,, 。Ι ,:
9

,

真猛玛象 85
6 Β Β “Ι人“∀ Θ Χ ,, ,Δ 1 Φ ,ϑ Η

9 和普氏羚羊 8Α
6 Ν Ξ

己336 Θ : = 。留 。3= 灸厂9 等化石
‘, 。 该产地所在层位岩性以及地貌部位和 日照沿海含石 器 的

雷同
,

因此它们均属于晚更新世晚期
。

我国东北地区更新世晚期地层中
,

含有丰富的披毛犀
一

猛玛象化石群
,

根据多年来大

量的
‘

℃ 测定
,

年代区间为距今 ?一  万年前 8刘东生等
,

 ! ?: 孙建 中
,  ! < 9

。

大约在大

理冰期的最盛阶段 8士  ∀ , ; ;; Ψ
4

∗
4

9
,

披毛犀
一

猛玛象动物群曾有一次明显的南侵过程
,

因此在大致相同年代的地层中
,

东北以南的一些地区如河北北部
、

东部
,

山东及渤海
、

黄海

沿岸也常有该动物群的化石发现
。

胶南乔家洼地点发现的披毛犀
、

猛玛象和普 氏羚羊化

石
,

其年代也大致为大理冰期的最盛阶段
。

另外
,

就石制品来看
,

日照沿海地区最具特色的
,

是漏斗状或倒马蹄形石核
,

这种石核

39 标本保存在山东海洋学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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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于我国华北若千晚期旧石器地点
,

也见于澳大利亚 85ϑ3 Π6 Φ1 7
,

 ! Ρ ∀ 9
。
日照沿海旧石

器地点具有规律性分布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类
,

更多地选择河流人海处不远的丘陵

地
、

河流北岸或簸箕状凹地中
,

作为居住或活动的场所
。

这一现象也许对我国东部沿海和

岛屿地区寻找古人类及其文化遗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
。

从以上所述 旧石器地点的分布

和地层岩性
,

不难得出自晚更新世晚期以来
,

黄海最高海平面未曾到达现今海拔 ; 米高

度的结论
。

由石器地点若干剖面所取样品进行抱粉分析结果
,

表明当时 当地主要是以篙

属
、

莎草
、

菊
、

寥及少量柳
、

松构成的疏林草原景观
。

了 ! 年 ! 月  > 日收稿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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